
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
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初七 P5责任编辑 祁 洁

电话 3155706 电邮 qijie330@126.com旅游生态
LVYOU SHENGTAI

非遗展厅邂逅美非遗展厅邂逅美非遗展厅邂逅美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张张 曼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祁 洁洁

俗话说俗话说，，盐乃百味之首盐乃百味之首。。可你知道人类可你知道人类

是何时发现盐是何时发现盐，，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长芦盐场是我国著名的盐场长芦盐场是我国著名的盐场，，2424场中场中，，

黄骅就占了黄骅就占了88个场个场。。黄骅与盐有何历史渊源黄骅与盐有何历史渊源？？

让我们走进河北海盐博物馆让我们走进河北海盐博物馆，，一起探索盐的一起探索盐的

““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农村改厕如何农村改厕如何

改到根上改到根上？？吴桥县推吴桥县推

行水厕并治行水厕并治““11+X+X””模模

式式，，将全县科学划分将全县科学划分

为为 3737 个片区个片区，，以一以一

个核心村个核心村，，辐射周边辐射周边

““XX””个村全域推进个村全域推进。。

旱厕改水冲旱厕改水冲，，污水集污水集

中收集处理再利用中收集处理再利用。。

街巷整洁街巷整洁，，屋舍俨屋舍俨

然然，，厕所污水厕所污水““两难两难””

破解破解，，美丽乡村款款美丽乡村款款

而来而来。。

本以为盐只从海水中
来，一进河北海盐博物
馆，标有井盐、湖盐、海
盐分布的光电显示图，不
仅讲述了各种盐的出处，
还让我们了解了小小盐粒
承载的历史和故事。

“制盐工艺经历了从
煮 盐 到 晒 盐 的 升 级 变
迁 。” 跟 着 解 说 员 的 步
伐，盐的历史徐徐展开。

最先看到的是一些陶
陶罐罐，它们或是底部尖
尖，或是“肚子”鼓鼓，
或是上宽下窄。很难想
象，古人用多少水，烧制
多长时间，才能煮出一克
盐。接着，一个半径有手
臂长的铁盘和一个大铁锅
闯入眼帘，煮盐工程进入
金属煮盐阶段，器具变
大，效率也不断提高。

走着看着，进入了更
精彩的晒盐时期，看着各
地不同的晒盐方法，一时
迷了眼。

瞧，这里摆着几块大
石头，人像弯着腰，一手
刮着盐，一手用竹篮收
着，这是开创了日晒制盐
先河的砚晒。一转身，又
见两个人像抬着个木板，
这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板
晒。走几步，忽见人像拿
着耙子踩在沙滩上，这就
是沿海地区常见的滩涂晒
盐。几个生动的实景图，
伴着音效，让人如临其
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边海盐为主角，那边湖
盐、井盐则处在舞台中
间。最热闹的要数打井取
卤的卓筒井模型旁。只见
一个细长的井，井里有个
竹制木桶，解说员抻了一
下外面的绳子，桶底部像
开了阀门一样，水一下子
涌进去，再一拉绳子，木
桶离开水面，底部又神奇
地闭合，一抻一拉，引得
人们一阵惊叹。

正沉浸于盐的制作工
艺，故事又翻到了盐与文
化的篇章。天下赋税，盐
利居半，小小的盐粒，不
仅关系着政治、经济，还
对交通、文化有着重要影
响。一圈下来，大开眼
界。

为了争夺山西运城盐
池，黄帝曾与蚩尤开战；
管仲不仅仅是“春秋第一
相”，还是我国食盐专卖

的创始人；曾有多条古道
因运盐而开；因盐商经济
实力强大，其对会馆、住
宅以及戏曲都有一定的影
响。

盐的历史了然于胸
后，来到了二楼——黄骅
盐业专题展厅。

一进序厅，“鹾卤黄
骅”四个气势磅礴的大字
便跃入眼帘，“鹾”的意思
是盐或者是咸味，果然，
黄骅与盐的情缘不浅。

一张地图，牵出了黄
骅与盐的渊源。地图显
示，春秋时期，黄骅位于
齐燕交界处，而齐国正是
第一个实行盐铁专营的国
家。原来，黄骅是最早有
盐官的地方。

到了唐代，黄骅盐业
出现了万灶煮海的兴旺景
象。只见黄骅市大左庄唐
代煮盐遗址局部复原场景
前站满了人，沟壑、水
井、煮盐灶……不愧为

“万灶煮海”。
走着走着，被一只从

海丰镇出土的黑釉盘吸引
过去。俗话说“宁舍三千
贯钱，不舍黑定一片。”再
见这黑釉盘，色黑如漆，
光泽莹润，实为精品。可
见昔日黄骅盐业的辉煌。

到了明朝，黄骅开启
了晒盐时期。“芦花岸吐村
村月，坨积玉屑面面山”，
一首有声诗，引得人们加
快了脚步。眼前出现了三
维动画，正在讲述着黄骅
盐业的发展史。动画下是
实物图，海上船只穿梭，
海边晒盐正忙，远处房屋
鳞次栉比，好一派忙碌富
庶的景象。

从竹筐、扁担、木
桶、独轮车，到叶轮、链
条、连轴器等金属零件，
近现代黄骅盐业的发展，
让人不由湿了眼眶。这些
制盐工具的变迁，承载着
黄骅盐业的发展史，以及
黄骅人敢于争先、不辞辛
苦的精神图腾。

走出博物馆，再看细
小的盐粒，多了些感触：
这不仅仅是海水的结晶，
更是古人智慧、辛勤的结
晶，盐粒虽小，再不能随
意浪费了。

海韵盐魂载沧桑海韵盐魂载沧桑海韵盐魂载沧桑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刘相和

精雕细琢的城市展厅，底
蕴深厚的非遗展品，气氛热烈
的培训课堂……走进新华区世

纪城社区的非遗微展厅，市民
们正在感受着非遗文化的无限
魅力。

近日，世纪城社区总面积
110平方米的非遗展馆和非遗
活动室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

在这里，大家不仅
能够欣赏到各类非

遗展品，了解
技艺的历

史传承和文化内涵，还能现场
体验非遗产品制作的乐趣。

小面人如何捏得惟妙惟
肖？沧州武术有何历史渊源？
非遗展馆面积不大，看点却不
少。展厅以民族团结为主题，
集中展示了富有沧州地域特
色、能够代表沧州文化形象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展品，并
设有传统音乐、舞蹈、戏剧、
技艺、杂技等多个主
题板块，让市民
近距离接

触非遗项目，学习了解非遗知
识。

非遗活动室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主题。非遗项目传承人
定期开设课堂，每周六、周日
举办非遗传习课堂活动，每月
突出两个项目或主题，暑假寒

假增至每周 3期。目前，传习
活动主要面向学生，通过开设
具有丰富地域特色的剪纸、面
塑、美食等课程，为青少年提
供丰富的沉浸式体验。

今年以来，新华区致力
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
区，打造居民小区周边的微
型展厅和非遗传习室，用城
市的“小圈子”来满足市民
文化生活的大需求。非遗展
厅及活动室开放以来，已先
后举办活动 6场。接下来，新
华区将继续打造特色非遗文
化品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挖掘非遗文化、展示
本土元素，丰富群众的业余
文化生活。

水厕并治 乡村“美颜”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谢红梅

厕所污水“两难”解

天气越来越冷，吴桥县安
陵镇苏家厂村村民梁桂森心里
却暖意融融。

以前一到冬天，只要晚上出
门，他都得格外小心。“不知谁
家泼的脏水结了冰，一不留神就
栽个跟头。”几次被摔的经历，
让梁桂森心里蒙上了阴影。

“如今，家里刷锅洗碗、洗
衣服的水通过管道直接排入收集
池，厕所改好了，污水也沾光
了。”说着说着他笑了，原来，
一激动把改厕这事儿略过了。

走进梁桂森家的小院，若
非提醒，还真没发现绘着山水
画的影壁墙旁就是厕所。推开
门，地面、墙面干干净净，

“茅坑改成了马桶，上完厕
所，用水一冲真干净。”梁桂
森满脸幸福。

厕所的马桶旁，挂了个大
塑料桶。为了节约用水，梁桂
森把污水管道进行了改造，厨
房、洗衣服的水收集在桶中用
来冲厕所，冲完再流入化粪
池。除了这个，今天置几盆
花，明天开片小菜园，“厕所
干净了，里外更得好好拾掇拾
掇。这不，家家争着创‘美丽
庭院’呢！”梁桂森指着自家
的“美丽庭院”牌子说。

“一个坑，两块砖，三尺
围墙围一圈。”每当回忆起以
前的厕所，村民直感慨往事不
堪回首。如今，在吴桥农村，
昔日的旱厕被水冲厕所取代，
厕所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
催化剂和突破口。街巷整洁，
屋舍俨然，厕所污水“两难”
破解，美丽乡村款款而来。

需要吸污网上“报单”

一个化粪池，就能把粪

污、污水全部“吸入囊中”？
梁桂森走到小院一角掀开

井盖，原来，化粪池藏在这
儿。随行的吴桥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崔培杰介绍：“两块隔
板把化粪池分为 3个格，粪便
经过前两格厌氧发酵分解，到
第三格成为无害化粪液，‘三
格化粪池无害化卫生厕所’由
此得名，家庭生活污水也汇集
到第三格，池满后一并被吸污
车吸走。”

改完厕所，粪污怎么清？
起初，不只是梁桂森，不少村
民都为此忧心忡忡：“若改完
厕所，还要自己清掏，那折腾
个啥劲？”

“改厕政府掏钱，厕所有
人上门清掏，政府补贴完，一
次只花20元，花小钱解决了大
问题，多好的事！”作为村里
第一户改厕的，苏家厂村村委
会委员杜秀岩没少给乡亲们做
工作。

“人们不是不愿改，有的
觉得不习惯，有的担心没人清
掏，跟他们解释清楚，心中的
疙瘩自然解开了。”天天跟村
民们打交道，他了解大伙儿的
心理。“再有不明白的，直接
领他去俺家，到底方便不方
便，可以现场‘体验’。”杜秀
岩幽默地说。

村民的顾虑，恰恰是改厕
要考虑的重点。厕所改完，如
何解决后续的维修、清掏问
题？为了解决村民的后顾之
忧，政府出资，按照每 600户
配备一辆吸污车的标准，购置
了75辆吸污车交由运营公司使
用。改厕的农户，每家发一个
标识牌，改厕编号、监督电
话、维修电话及清掏电话，都
清楚地标记在上面。除了拨打
服务电话，村民还可用手机扫
牌子上的二维码。运营公司接
单后，立即派人上门吸污转

运。“需要吸污网上‘报单’，
真是让‘方便’更方便了。”
村民们赞不绝口。

“1+X”连起百姓新生活

“最终，吸污车把粪污、
污水运到哪儿？”“这话问到点
儿上了，马上揭晓答案。”崔
培杰笑着说。

走进曹洼乡前李村污水处
理站，设备已安装完毕，正在
试运行。“作为核心村，每家
每户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
流到这儿处理，周边十几个村
的污水利用吸污车转运到这
里。通过一个核心污水处理站，
把周边村庄连起来，‘1+X’模
式由此得名。”崔培杰又说了
个新名词。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
两大难点，除了厕所改造，农
村还面临另一大难题——污水
处理。村民之所以将脏水乱泼
乱倒，归根结底在于没有相关
的处理设施。怎样让改厕与污
水处理同步进行？厕所改造
完，产生的粪污怎么处理？吴
桥村多、村小，怎样实现全域
覆盖？话说改就要改到根上，
可处处都是难题。

为了摸索适合吴桥县实际

的改厕模式，县农业农村局领
导多次带队外出参观考察，最
终确定了水厕并治的“1+X”
模式。

崔培杰解释道：“依照
《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编制》，将
全县科学划分为37个片区，每
个片区确定一个核心村，这就
是‘1’，核心村周边的十几个
辐射村就是‘X’，‘+’就是建
立核心村与辐射村之间的污水
转运机制。核心村的污水，通
过管道直接进入污水处理站。
其他辐射村，利用吸污车转运
至核心村处理。”

在前李村污水处理站旁，
一个大型的蓄水池格外显眼。

“处理后的污水能直接通过管
道用于农田灌溉，还可储存在
这儿，撒上鱼苗、种上荷花，
污水变清流，小村添一景，真
是改到了俺们心坎上。”污水
变废为宝，村民喜笑颜开。

随着水厕并治“1+X”模
式的全面推开，目前，吴桥
已全部铺设完成 33个片区核
心村的主、支管网，33 座污
水处理站已建设完成，共完
成厕所改造 4.7万余座。生活
方便了，村庄环境好了，水
厕并治“1+X”模式改出乡村
新生活。


